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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我国高速发展的进程中,在道路建设、房屋建设、公共设施建设等各方面均能看到建筑工程。

降低能源消耗已经成为我国目前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之一,尤其是建筑行业,随着我国科学技术的不断

快速发展,热回收技术也逐渐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并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鉴于此,文章就热回收技术

在建筑环境与设备工程中的应用进行了简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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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目前全世界范围内的能源形势

的不断紧张,进行空调系统热回收的开

发和研究以及空调热回收技术的应用研

究是非常的有必要的,在能源消耗越来

越大的今天,开展节能工作对于我国的

社会经济发展来说具有极其重要的意

义。在建筑环境和设备工程中,热回收技

术的应用因其节能效果显著而得到了广

泛的应用。 

1 热回收技术简介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转型升级,

人们可支配收入的提高,人们的生活质

量有了明显的提高,而在当前的建筑物

上,配备了空调暖通设备,对于完善建筑

物的功能有着重要的意义。但是从整体

上来看,越来越多的人们把空调暖通设

备安装在建筑物上,而在暖通空调传热

过程中,便会造成不小的浪费。暖通空调

在运行过程中,排热和吸热这两个过程

均需要消耗大量能源,比如在北方,在寒

冷的冬季,建筑就需要暖通空调设备来

提高室内的温度,而在炎热的夏季,则需

要暖通设备的制冷装置来降低室内的温

度,从而给人们提供一个舒适的居住环

境。而空调的热回收系统就是在空调正

常运行过程中,把空调排放的热量与冷

量进行交换,这有两个好处,一是可以确

保室内的温度,满足人们对于舒适度的

要求,二是循环利用空调产生的废气,减

少资源的浪费。 

2 建筑环境中热回收技术系统

的结构以及工作原理 

2.1板翅式热回收器工作原理 

板翅式热回收器与转轮式热回收器

的工作原理相比相对比较简单,并且结

构相对简单。不仅能够同时进行湿热的

交换,还具有过滤除尘的效果,所以在家

用空调在相对比较常见。板翅式热回收

器在冬季运行时,其排放的湿度、温度要

比新风的湿度、温度要高,所以通过热回

收技术能够很好的利用。板翅式热回收

器是由金属平板片以及高分子平薄膜构

成,具有透湿传热的功能,并且在两个薄

膜两侧能够分别传送新风和排风,排风

汇总的余湿余热受到水蒸气压力以及温

差的共同作用,对新风进行加湿加热。除

此之外,高分子薄膜能够具备选择性透

过性功能,进而具备良好的过滤除尘效

果,对于排风中的空气残渣有着良好的

阻隔效果,进而净化空气。 

2.2回转式热交换工作原理 

轮转式热回收,主要是在大型建筑

物内的中央空调机进行利用,中央空调

机大部分是组合机组合的封盘风机和风

盘管道组成的,中央空调机不仅能改善

室内闷热的情况,而且会释放出更多的

湿气,使人们吹到的空调风更加舒适。但

是在湿度加大和新风的利用过程当中,

如果利用不当就会导致房间内湿度过大,

比较闷热。通过轮转式回收器将室外的

新风与室内的旧风转换相结合。在空调

运作当中,通过排气管将室内的旧风排

放出去。同时,再吸收新风的过程当中产

生的湿气回收起来并带到室内来使用,

使空调风更加舒适。 

2.3热管式显热回收器工作原理 

热管式显热回收器的主要工作原

理为：热管是密闭的真空金属管,内部

含有冷媒。所以在热管的一端受热后,

液体吸收热量实现气化,并在压力的作

用下气体流向热管的另一端释放热量,

释放热量之后又迅速冷凝为液态,然后

贴壁金属网的毛细管抽吸液态的冷媒

回到受热段。由于传统的热管式交换热

率比较差,改善过的热管式会在热管外

加设增加换热面积的翘片,从而提高效

率。热管式显热回收器的灵活度不够的

原因为其同一根管子包含蒸发、绝热、

冷凝三重功效。 

2.4中间冷媒体式的热回收器工作

原理 

中间冷媒显热回收器是一种 巧妙

的热回收装置,它主要利用的是中间冷

媒来达到传热换热效果的,这种热回收

器不仅效率高,而且排风和新风之间的

影响非常的小,这样就有效避免了排风

和新风之间交叉的污染,这也是目前应

用 广的显热回收器。这种热回收器的

构造巧妙在于新风和排风的两侧都有一

个相同的相变换热器,当高温的排气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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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相变热交换器时,就可以对系统中存

在的液体进行加热,有效的将热量给排

风侧的换热器,这样热量就储存在液体

中。当新风流过新风一侧的相变热交换

器时,就会被液体泵从排风侧热交换器

输送过来的液体流过新风侧的换热器,

这样就可以给热量传递给新风。中间冷

媒能有效的将余热传递给新风,这就减

少了能源的消耗,液体进行换热后温度

就会下降,在液体泵的作用下就可以进

行循环利用,而且还能有效的避免排风

对空气质量的污染。 

3 建筑环境与设备工程中热回

收技术的具体应用 

3.1双冷凝器回收技术的应用 

双冷凝器回收技术主要是在冷凝器

和压缩机之间,安装相应的热回收器,使

得空调在运行过程中,通过热回收器的

作用达到制冷和制热的效果,以此避免

使用中能源的过度消耗。双冷凝回收技

术的工作原理是,把冷凝器中剩余的热

量进行回收利用,保证室内温度满足人

们的需求,双冷凝技术的中央型空调应

用效果比家用空调的好。在经济快速发

展的今天,家用空调中热回收技术的应

用也在逐渐的进行扩展,从而为我国节

能工作的开展提供良好的助力。 

3.2相变材料回收空调冷凝热应用 

这一技术是一种新型的应用方式,

该技术利用蓄热器取代了双冷凝器回收

技术当中压缩机出口位置的冷凝器,同

时其采用与常规风冷冷凝器或冷却塔连

接的方式,可回收常规的风冷冷凝器或

冷却塔排除热回收系统当中无法储存的

热量。该系统温度主要随冷凝温度的变

化而发生变化。起初常规的风冷冷凝器

处于关闭状态,采用过热段制冷剂显热

和冷凝潜热加热相变材料,冷凝压力会

随着蓄热器当中变相材料温度的变化而

变化。在系统冷凝压力达到极限时,应及

时开启风冷冷凝器,进而将多余的热量

释放出来,降低冷凝压力。这时蓄热器依

然能够利用气态制冷剂完成相变材料的

处理工作,从而提高相变材料的温度,若

相变材料的温度达到规定数值后,系统

将会自动恢复到冷。 

3.3热泵回收技术的应用 

热水可以说是我们每天接触 多的

事物之一,人们良好卫生观念的逐渐树

立、生活品质要求的提升,都使热水的使

用量不断上涨,这不仅增加了水资源的

供给压力,也在考验着能源是否有足够

的利用率。热泵回收的出现很好地解决

了这个问题,它利用热泵内部的蒸发器

吸收热水散发的余热,再通过冷凝器将

热量释放出来作为加热水源的热源。热

泵回收技术的出现,很大程度上优化了

我国的热水利用方式,不仅改善了水的

质量,还相对地增加了我国水资源的储

备量,有着相当强的节能减排的效果,值

得深化研究和广泛使用。 

4 实际应用过程中的注意事项 

为了确保热回收技术能够切实的应

用到建筑环境与设备工程中,就需要我

们加强对其的研究力度和程度,并能够

在实践工作中做到不断的钻研,不断的

研究出更多的理论知识做相关的铺垫,

同时也需要在实践中不断的总结出更多

的理论知识,为理论研究提供有效的依

据和证据。与此同时,还需要我们一线的

工作人员能够明确自身的责任和使命,

在实践工作中能够随着时代的发展和

新的理论研究成果来不断的进行操

作和实践,在实践中不断的总结经验,

同时还要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和专业

素养,避免人为因素出现的各种问题和

不足,同时相关企业还要制定和完善相

关的制度规范,并将其与实际参与工作

人员的切身利益进行有效的链接,以

大程度的提高相关工作人员的工作热

情和积极性。 

5 结语 

综上对空调系统中热回收节能技术

的应用实践展开讨论,从现有的工作来

看,多数地区的空调系统都发生了较大

的改变,固有的浪费情况减少,节能技术

的应用也越来越贴近实际工作,告别了

传统意义上的基础应用。今后,我们需要

在空调系统和热回收节能技术两个方面,

深入的探究,找出更多的配合应用方案,

在多方面提高空调系统的性能,为用户

提供更加舒适的生产生活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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